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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律人工智能前沿论坛2023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日前，北京大学法律人工智能前沿论坛

2023暨“北大元法智能系统”发布会举行。与会专家认为，“北大元法

智能系统”不仅能应用于公共法律服务，还能够广泛应用于立法、执

法、司法、企业法务等法律场景，从而实现通用的法律智能技术，构建

通用的法律智能系统，推动法律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实现智能社会

的良法善治。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顾涛表示，智能时代技术与法律

规则的结合日益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领域和核心竞争力体现。

北京大学历来注重跨学科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北大元法智能系统”

是北大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结晶。北京大学将持续加强人工智

能与法律等人文社科的交叉研究，为进一步服务社会进步与国家发

展大局、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新的北大智慧。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郭雳表示，法律与科技的发展

密切相关，北大法学院长期致力于法律与科技的交叉研究，并在探

索和发展中，为我国法律数字化工作作出了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贡献。“北大元法智能系统”是伴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在新的

发展阶段所获得的重要成果，是北大法学院将法律人工智能应用于

社会实践的重要尝试。北大法学院期待与多方合作，共同推进法律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北大元法智能系统”在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下茁

壮成长。

“民法典合同制度的理论与适用”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近日，“民法典合同制度的理论与适用”

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民法典合同制度，由中国法

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复旦大学主办，复

旦大学法学院承办。为寻求中国法学自主性、法律适用妥当性与国际

视野的有机结合，本次研讨会聚焦合同效力、债的履行、债的保全以

及债权让与开展学界与实务界的深层次互动研讨。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一级教授王利明指出，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与人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制定工作开展的背景

下，本次研讨会的开展恰当其时。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金海燕表示，法学是复旦大学当前重点

建设和发展的学科，复旦大学法学院高度重视中国自主法学知识

体系的构建。本次研讨会聚焦于民法典合同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为

中国法学的深度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期待与会学者

在这次会议中贡献真知灼见，共同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和中国法学

的发展。

第三届新时代公共管理创新与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11月25日，第三届新时代公共管理创新

与发展论坛在甘肃政法大学举行。来自省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科

研机构负责人围绕“新时代公共管理：形势、挑战与应对”主题展开

讨论。本次论坛旨在搭建一个公共管理学界开放包容的交流平台

和对话机制，加强跨区域的研究机构、学术期刊、政府部门的交流

与合作。

  甘肃政法大学副校长史玉成表示，甘肃政法大学一直致力于公

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为地方公共管理体系的创新提供支持。通

过本次论坛的举办，进一步汇聚全国智力资源，加大对西部地区社会

治理的研究和支持，持续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创新与发展。

  “新时代公共管理创新与发展论坛”是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

科跨区域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学校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以及培养高素质治国理政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届中国网络法治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近日，由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网络

治理研究院、武汉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办的第六届中

国网络法治高端论坛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网络法治领域的专家学

者、本届论坛获奖优秀征文的作者、法律实务部门人士以及国内高新

技术企业的代表共100余人与会，围绕“网络治理的时代命题与制度

因应”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

互动的重要平台。网络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关系到每个人

的利益和未来，只有贯彻“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才能建立一个健

康、和谐的网络空间。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指出，大科学时代标志着科学、技术和

社会的互动，复杂问题治理体系化。在此背景下，网络法专业和网络

治理研究院科研平台也应运而生。五年来，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

从无到有，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日前，由中央财经

大学主办、中央财经大学粤港澳大湾区（黄埔）

研究院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在中央

财经大学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汉朝，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检

察官苗生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姜伟，中央政法

委法治局局长周涛以及来自内地与港澳地区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数十余位专家学者共同与

会。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何秀超代表学校致

辞，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涛主持开幕式，副校长

栗峥主持专家论坛。

  何秀超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项

事关全局的国家级战略，近年来在推动区域协

同发展、打造国际一流湾区方面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一直以来，中财大积极投身国家战略，致

力于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积极

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贸易、税收、法律协调

机制和服务创新方面的研究。本次论坛聚焦粤

港澳大湾区法治制度完善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

问题，共同探讨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

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等

话题，很有必要且意义重大。他表示，新时代、新

征程，中财大将继续依托学校财经与法律交叉

研究的优势，努力为推动大湾区战略实施贡献

源源不断的智识资源。

  景汉朝指出，深入开展对三地法律衔接机

制的研究，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优质、高

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和保障，有助于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当前应当优先选择急需、可行的重点问

题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从完善法律对应机制

等方面加强研究、提出建议，以推动实现不同法

域内的法治协同。具体而言，可从多个方面开

展，包括加强民商事法律关系规则对接的协调，

进一步推动三地司法协助，构建多元化民商事

纠纷解决机制，探索研究跨境、跨域立案制度，

进一步探索拓宽域外法律查明路径，尽快研究

港珠澳大桥通行的相关法律规则等。

  苗生明就“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大湾区建设”

指出，近年来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高

水平谋划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职能，加强政策供给、注

重规则衔接、深化区际司法协作。具体来讲：一

是强化政策支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法

治保障；二是健全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服务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能力水平；三是依法能动

履职，以高质效检察办案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

区高效发展。他对未来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大湾

区建设提出建议：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

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为粤港澳大

湾区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

  姜伟着重阐释了完善大湾区市场规则体系

的重要性和粤港澳三法域协同立法的可行路

径。他指出，大湾区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还需完

善，仍然存在可能影响市场公平交易的壁垒和

藩篱，需要通过调整或者创制法律规则，形成更

加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在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上还有改善空间。在“一国

两制三法域”背景下，应该以统一市场规则体系

的立法为牵引，充分发挥市场规则体系的引领

规范保障作用，以良法保障两制的实施。规则衔

接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

核心价值观，寻求法治共识。在价值层面和文化

层面增强法治认同和互信，实现统一市场法律

规则的最大公约数。

  在专家论坛环节，来自北京、广东以及香港

地区的专家学者就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的重

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香港城市

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林峰认为，协同立法可采用

示范法的立法路径，并加快域外法律查明机制

的构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认

为应首先厘清地域关系，加快推进律师执业交

流、法治人才培养、司法环境建设等；全国人大

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陈端洪从文化融合角度深入分析三地规

则衔接问题，提出应重点加强大湾区管理机制

研究；国务院参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从

协同立法的合法性问题入手，提出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立法协调机构、协同立法交叉备案审查

机制等建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

卫球认为，夯实大湾区建设的法治基础十分重

要，大湾区建设要着力解决市场化条件下通约

问题，要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重点，打破

机制壁垒，加强人才交流；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院长李寿平围绕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进行了详

细阐释，他认为应当探索制定大湾区数据跨境

标准合同，推进数据安全认证标准化、传输数据

安全管理程序标准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王旭从法理学角度深入剖析了地理空间与

法律空间的关系，并就如何进一步协调促进大

湾区法治建设进行了阐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龚红柳从国际调解的视角出发，

对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进行了深

度剖析；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谢进杰从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实践与司法实务出发阐释区域法

治协同中的合作、衔接和融合问题；中央财经大

学法学院院长尹飞从三个维度阐释了粤港澳大

湾区法治建设的相关问题，深入分析了跨区域

合作困境与法律冲突的解决等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林剑锋主持

论坛总结环节。中央财经大学原副校长、粤港澳

大湾区（黄埔）研究院院长史建平总结致辞，他

回顾了粤港澳大湾区（黄埔）研究院的发展历

程，并就如何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进行

了多维度阐释。

  本次论坛云集来自法治领域相关部门、高

等院校、研究机构的权威专家，聚焦“粤港澳大

湾区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一

主题，深度研讨、广泛交流、促进共识，为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实施贡献了智识资源，

也为中央财经大学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法治

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探索了新路径。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礼》（亦称《周官》）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

达治国方案的著作，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

秋官、冬官六篇组成，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

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

刑罚，冬官主管营造。它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

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

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

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

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这本书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问世过程扑朔迷离。《汉书·景十三王

传》说，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先秦旧书中有《周

官》，但《史记·五宗世家》却没有献王得《周礼》

的记载；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叙录》认为是献王

得之李氏；马融的《周官传》则说是得自山岩屋

壁；《礼记·礼器》孔颖达疏又说是孝文时所出；

《后汉书·儒林传》则说《周官经》6篇是孔安国

所献，但《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书让太常

博士》及许慎《说文解字叙》备举孔壁所得古

文，均无《周官》。

  二是成书年代聚讼纷纭。有周公亲作说；有

作于西周末期的厉王、宣王、幽王时代说；有作

于春秋说；有作于战国说；有作于周秦之际说；

有作于汉初说；有刘歆伪造说，等等。

  三是法制史料丰富且对后世影响颇大。涉

及上古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风俗等各

个方面，王莽改制、宇文周革典、王安石改革，都

以《周礼》为理论依据。《周礼》所及的各种典制，

多为后世统治者所仿效。如六官之制，至晚到

隋，就被吸收，成为中央的六部之制，一直沿用

至清；祭天礼地、享祀先祖的各种重大典礼，亦

为后代统治者遵用；王城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

格局，也屡屡被尊为范制而仿建。至于《周礼》一

书所包含的丰富的治国思想，如治官、理财、教

化、法治等，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研究之作代

有新出。

  由于《周礼》成书年代众说纷纭，所以，法史

学界对其法制史料价值不敢评估，对其在法制

史、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鲜有论及。笔者不才，

略作陈述，以作为拙著《中国元典法制史料辑

录》中的一部分。

  一是关于原始社会民主管理遗俗的记载。

  军事民主制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普

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制度（近来亦有学者称之为

酋邦时期），主要是贵族组成的议事会、氏族成

年男子组成的民众大会和后世国王萌芽的军事

首领三个机构。军事首领由议事会推荐提名，民

众会议选举任命。军事首领平时管理祭祀，裁决

争端，重大决策也必须征得议事会和民众大会

的同意，但在战时有较大的决断权，职务并非终

身也非世袭。议事会由氏族长老贵族组成，有广

泛的权力，对重大事件有先议权。民众会由成年

男子组成，对作战、媾和、迁徙、选举领袖等内务

外交大事，通过举手或呼喊的简单方式表决，原

则上民众会议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原始民主遗

存进入阶级社会后仍残存下来。

  《周礼》载有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历史痕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国王遇到军国大事，必须

征求贵族议事会、国人会议的意见。《周礼·小司

寇》记载，小司寇的职责，掌管有关外朝的事务，

召集民众而征询他们的意见：一是当国家有危

难的时候征询他们的意见；二是当国家要迁都

的时候征询他们的意见；三是当国家需选立嗣

君的时候征询他们的意见。其次，我们可以看

到，在审理重要案件时，也要征求贵族议事会、

国人会议的意见。《周礼·小司寇》记载，要通过

三次讯问使对平民诉讼的审断正确无误：一是

讯问群臣；二是讯问群吏；三是讯问民众。听从

他们的意见来决定诛杀或从宽，决定施用重刑

或轻刑。

  这一原始民主遗存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表现之一就是朝议制度长期存在。秦始皇虽然

以专制著称，但朝议制度并未废弃。据《史记·秦

始皇本纪》记载，在秦王更号为皇帝以及实行分

封制度还是郡县制度，有关封禅和“焚书”等重

大问题上，秦始皇都交给群臣讨论，争议很激

烈，最后由皇帝裁决。这种朝议制度对君主专制

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制约作用的大小与皇帝个

人的品质有关。

  二是关于原始社会末期重视对违反社会风

俗之人进行教化遗俗的记载。

  原始社会主要靠风俗习惯约束社会成员，

对违反者通常采用教化手段。进入阶级社会之

后，这一习俗仍残存下来。主要是通过羞辱刑促

使违规者醒悟。《周礼·大司寇》记载，官府要设

置羁押场所（“圆土”）教化那些游手好闲的不良

之民。凡危害人畜，把他关入羁押场所而罚其做

工，写明他的罪行让他背在背上以羞辱他。那些

能改过的，就释放回故里。

  这种明刑弼教的做法，后世有所沿用。清朝

陆稼书审理普通盗窃案件，一般先给他们一些

棉花，让其在公堂上纺成棉线，到集市上售卖，

教给他们勤劳可以致富的道理，然后放掉他们。

如果屡教不改，再采取严厉措施。

  三是关于原始社会关爱弱势群体遗俗的

记载。

  原始社会氏族内部存在友爱互助、帮助弱

者风俗，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然残存。《周礼·大

司寇》记载，官府要设置肺石（设在朝廷门外的

赤石），使穷苦无告之民的冤辞能够上达。凡远

近孤独无靠或年老、幼弱之民想要向上申诉冤

屈，而他们的长官不予转达的，就来到肺石上站

三天，然后由朝士听他诉说冤屈，以报告朝廷，

而惩罚他们的长官。

  这一风俗为后沿用。例如，《南齐书·明帝

纪》：“上览易遗，下情难达，是以甘棠见美，肺石

流咏。”

  《周礼》所载是否原始社会风俗，当然需要

用民族学材料来印证。以上所述三个方面均可

在民族学材料中互证，限于篇幅，就不再展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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